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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桃一叶一树枝，一字一果一圆盘。
桃树，枝叶繁茂，桃花四散，桃果灼灼，旁立一“寿”

字。“桃压枝垂，绿了枝叶，红了蜜桃”的盎然生机、田园
诗意，借助非遗技艺面塑的艺术形式，在一个小小的圆
盘内纤毫毕现。

这是市文化馆于 3 月 3 日开展的学雷锋志愿服务
公益课堂，志愿者走进凤凰金秋老年公寓，为居住这里
的老年人带去非遗技艺面塑。当天，非遗面塑传承人
谢强带着自己以桃树为主题的面塑作品，通过一节互
动式的授课，手把手教高龄老人捏制桃树面塑，领略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凤凰金秋老年公寓位于盐湖区大渠街道北张村，
一条公路笔直从村中穿过，村内还坐落着不少古老庙
宇。这里历史厚重，环境幽静，风景宜人，适合修养，超
过一百位 65 岁以上的老人居住于此。“一直以来，许多
社会团体都会到老年公寓，对老人给予关心慰问。”凤
凰金秋老年公寓负责人冯雷振介绍，老人们平时都在
临时搭建的“舞台”品听唱腔、观看歌舞，“像这样以手
工课堂为形式的民间技艺还是头一次举办，更能够激
发他们的兴趣、带来新鲜的体验，调动老年人的积极
性。”围着“家里”的来客，20 余位老人踊跃参与，甚至
有行动不便的老人在工作人员搀扶下前来，只为能近
距离观赏、参与捏制面塑。

揉、搓、捏、粘，指尖翻飞，凝神专注。“手不要急，慢
慢轻揉”，在谢强引导下，老人先是取一点面团，耐心揉
搓、按扁后拿工具细细压出桃叶脉纹，接着轻轻一转，
将桃叶缓缓挪动，粘在刚刚完成的树枝形状上。然后
拿出工具在树枝上雕刻出若隐若现的纹路，最后把捏
好的成双的蟠桃贴于树条上。一块块面团在老人们手
下，巧妙化身为一个个惟妙惟肖的面塑艺术品。

捏好的桃树面塑造型多样、颜色鲜艳，寄托着平安
康健的美好祝愿。树枝的粗细、叶片的大小、果实的色
泽……每一处细节的呈现，都是老人结合生活经验，发
挥想象力，根据生长规律，精心设计后加入的小巧思。
有的在枝干旁添上了萌发的绿芽，有的点缀了灵动盛放的花朵，有的特意塑造
更为粗壮有力的树干……看绿芽好似抽出，鲜花随风舞动。80 多岁的董艳艳
奶奶指着刚点上去的一截“绿”笑道：“这活动还挺好，既能动大脑，还能活动
手。”冯雷振说：“老人们非常喜欢这种做手工的形式，做好的工艺品，他们都专
门保存在自己房间内。”

此前，文化馆已为养老院老人们赠去百余幅书画作品。举办艺术类课堂，
就是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也能让老年人感受社会关爱，市文化馆副馆
长崔军华说，“非遗课堂激发老人们的主动性，真正调动他们参与进来，老人们
在学习思考的过程中能够活跃思维，发挥创造性，对身心有益”。未来，市文化
馆将陆续举办剪纸、书画、节气体验等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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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 者 赵卓菁 通 讯 员
王丽琴）3 月 5 日晚，由梅花奖获得者贾
菊兰担当主演的蒲剧红色现代戏《中条
山上党旗红》亮相太原省优秀剧目展演
展播活动现场，受到观众热烈欢迎。有观
众现场赋诗称赞：“激越高亢蒲州梆，观
众掌声频频响。艺术歌颂绣党旗，万众心
向共产党……”

山西省优秀剧目展演展播活动由中
共山西省委宣传部指导、山西省文化和
旅游厅主办、山西演艺集团协办。《中条
山上党旗红》由山西省蒲剧艺术院演出

一团创作排演，3 月 5 日、6 日每晚 7：30
在太原市青年宫演艺中心演出。剧中主
要人物和故事情节均源于真人真事。上
世纪三十年代，为配合红军东征，中共河
东中心县委书记嘉康杰建立起“河东工
农红军游击大队”，大队长梁福才的妻子
王焕娥冒险为游击队缝制了在河东地区
公开打出的第一面党旗。游击大队接连
举行武装暴动，敌人胆战心惊。在蒋阎
匪帮的疯狂围剿中，游击队伤亡惨重，梁
福才为掩护战友、保护党旗壮烈牺牲，党
旗被敌人撕毁。王焕娥咽下悲愤，再绣

党旗，并由 12 岁的儿子引开盯梢的敌
人，将党旗送给受伤隐蔽的嘉康杰，她的
儿子最后却惨遭杀害。残酷的斗争现
实，使王焕娥明白，穷人要翻身，就要跟
定共产党，不怕牺牲，踏着血迹，英勇斗
争。她立志入党，做一个坚强的革命者，
绣出了更多的党旗遍插河东大地……
1952 年 ，王 焕 娥 应 邀 进 京 参 加 国 庆 观
礼，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她亲手绣
制的一面党旗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
馆永久收藏。

蒲剧是中国梆子声腔中的古老剧

种，元末明初因兴起于黄河中游的古河
东蒲州（今运城永济）一带而得名，又名
蒲州梆子，音调高亢，擅长表现慷慨悲壮
的历史题材故事，音乐和表演艺术传统
深厚，尤以翅子、翎子、梢子等特技见长。
2006 年 5 月，蒲州梆子被列入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戏剧类。今
年除夕之夜，蒲剧首次受邀走进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春晚舞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贾菊兰表示，今后还将创作更多讴
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的优秀戏曲作
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永远听党话、感党
恩、跟党走，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领，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优秀的文
艺作品，真正使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基层
落地开花。

蒲剧红色现代戏《中条山上党旗红》唱红太原

家国情怀卷里沈，
语如春煦字如金。
寻常故事清流远，
绝代风华大爱深。

感念史铭酬绮梦，
循持操守鉴初心。
精魂自有英贤续，
一帜高悬耀古今。

重读雷锋日记有感
■秦晓舟

本报讯（记者 董战轩）国家乡
村振兴局日前公示了第一批全国“一
县一品”特色文化艺术典型案例名
单，我市两个案例入选。

据悉，第一批全国“一县一品”特
色文化艺术典型案例名单由 146 个
案例组成，包括文化创意类 5 个、文
艺演出类 30 个、工艺美术类 42 个、数
字产业类 3 个、文旅融合类 45 个、创
新发展类 3 个及其他类 18 个。其中，
我市“新绛县：绛州剔犀（云雕）”入选
工艺美术类案例，“闻喜县：裴氏优良
家风”入选其他类案例。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绛
州剔犀（云雕）制作技艺是将朱、黑、
黄等色漆在器物表面有规律地逐层
堆积起来，达到一定厚度（0.3㎜-0.5
㎜）后，用 V 型刀雕刻花纹，刀口处可

看见不同的色层，与其他雕漆和漆器
截然不同。其花纹多为回纹、云钩，流
转自如，回旋生动，近代以来称之为

“云雕”。绛州剔犀（云雕）制作工序繁
杂、技艺要求严格，成品造型考究，在
漆器工艺中独树一帜。

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闻喜裴氏家风是家风文
化的精华与代表，其“重教守训、
崇文尚武、德业并举、廉洁自律”
等 思 想 内 涵 至 今 影 响 深 远 。 近 年
来，依托闻喜裴氏家风文化资源，
市县两级相关部门深入挖掘裴氏优
良家风和廉洁基因，提炼裴氏优良
家风文化内涵，充分发挥其滋养、
浸润、熏陶作用，做到古为今用、
推陈出新，努力推进新时代廉洁文
化建设走深走实、见行见效。

运城两项目入选首批全国“一县
一品”特色文化艺术典型案例

本报讯 2 月 28 日，一场以“晋
国古都，天下雄郡”为主题《古州讲
坛》演讲活动在新绛县图书馆举行，
这是新年后该县举办的第二场文化

“沙龙”。此论坛是由新绛县图书馆、
文化促进会和三晋文化研究会等单
位和社团联合举办，每周六下午 3 点
采取现场与线上相结合的直播方式
举行。

本次论坛由新绛县三晋文化研
究会副会长、音协主席王峰主讲，题
目是《华夏乐城，乐音绕梁》。现场气
氛热烈，观众踊跃参与，演讲精彩纷
呈，受得大家的热烈欢迎，获得圆满
成功。

“我们举办《古州讲坛》，旨在挖
掘和弘扬古城优秀传统文化，宣传新
绛悠久历史，增强群众文化自信，激
励文化界人士干事创业、担当有为，
为全力打造‘晋国古都、天下雄郡、华
夏乐府、三晋名州、荀子故里’五块金
字招牌，助推全县文旅事业高质量发
展贡献力量。”新绛县三晋文化研究
会会长程勤学说。

“今天聆听了王峰老师从专业的
角度阐释绛州音乐、绛州民歌的历
史 地 位 和 发 展 脉 络 ， 演 讲 十 分 精
彩 ， 内 容 生 动 有 趣 ， 真 是 受 益 匪
浅，余音缭绕。”听过讲座后杨女士
激动地说。 （张秋明）

新绛县举办“古州新绛”文化论坛

初唐诗杰王勃，生于 650 年，唐绛州龙门县
（宋改河津县）人，其代表作《滕王阁序》千古称
奇，家喻户晓，但王勃曾经隐居河津黄颊山谷的
经历，却不为人知。近期，我们从香港中文大学
文物馆藏的《王洛客墓志》中，发现了这一碑证。

王洛客是盛唐时期著名诗人王之涣的叔父，
生于 653年，卒于 712年，比王勃小 3岁，官至唐正
议大夫试大著作上柱国，与王勃都属于古代太原
王氏族系。据《书法丛刊》2002年第三期首次公布
的“唐《王洛客墓志》（新出原石、初拓）唐先天元年

（712 年）十月十三日记载：王洛客“五岁便受诗
礼，诵数万言，八岁能属文，十一通经史……时有
同郡王子安者，文场之宗匠也。力拔今古，气覃诗
学，吮其润者，浮天而涸流；闻其风者，抟扶而飙
起。君常与其朋游焉。不应州郡宾命，乃同隐于黄
颊山谷”。这段碑文首次披露王勃隐居河津黄颊
山谷，此经历却鲜为人知，古今《河津县（市）志》亦
无记载。

《王洛客墓志》记载王勃与王洛客一同隐居
黄颊山谷，但没有交代具体时间。我们参考专家
学者的推考，也认为：王勃与王洛客一同隐居黄
颊山谷的时间，应在王勃 674 年（二十五岁）出
狱后至 675 年（二十六岁）挥写《滕王阁序》之
间。

毛泽东主席生前在一本清代项家达所编的
《初唐四杰集》批语中，对王勃作《滕王阁诗序》
的时间作过考证，主席批语说：“他到南昌作《滕
王阁诗序》时，应是二十四五六。”毛主席对王勃
的文学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这个人高
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世的社
会动态，很可以读。”

当代学者黄清发在《王洛客墓志考》一文中，
对王勃隐居的时间作了推考：“故王勃隐居黄颊
山，应为麟德元年（664年，王勃 15岁）”。学者孟国
栋认为不妥，他在《王勃隐居生活研究—以新出
土〈王洛客墓志铭〉为依据的考察》一文中作了详细的推
考，认为王勃隐居黄颊山的时间应该在遇赦除名后。唐初
四杰之一杨炯的《王子安集序》说：“（王勃）咸亨之初，乃
参时选，三府交辟，遇疾辞焉。友人陆季友时为虢州司法，
盛称弘农药物，乃求补虢州参军。坐免岁除，寻复旧职。弃
官沈迹。就养于交焉。”所谓“坐免”，当指杀官奴曹达一
事。据《旧唐书·王勃传》记载：“勃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
有官奴曹达犯罪，勃匿之，又惧事泄，乃杀达以塞口。事
发，当诛，会赦除名。”《新唐书·王勃传》亦云：“倚才陵藉，
为僚吏共嫉。官奴曹达抵罪，匿勃所，惧事泄，辄杀之。事
觉当诛，会赦除名。”关于官奴被勃所杀一事，历来学者都
有论述，两唐书均有载记，即为同僚所嫉，谋杀官奴曹达，
达到诬陷王勃的目的，因而王勃有了归隐的念头。

曹达被杀当年，是咸亨五年（674 年），八月唐高宗
下令改元上元元年，大赦天下，王勃出狱当在此时间段
内，也就是杨炯所说的“岁除”。孟国栋在考察中认为，
王勃回到龙门隐居当在此间，即“上元元年（674 年）秋
至上元二年（675 年）秋之间。王洛客在此时与王勃同
隐。其时王勃二十五岁，王洛客二十二岁。”孟国栋的推
考与毛主席的考证相吻合，比较合乎情理。

关于王勃隐居的地点——河津（唐代称龙门县）黄
颊山谷。黄颊山谷地处河津北山，是王勃的家乡所在，

也是其祖父王通隐居授徒和叔祖王绩隐居之地。元代
王思诚《图王绩弃官隐黄颊山记》记载：“黄颊山，在河
津县东北四十里。山半有袁达寨，一峰屹峙，旁通峪，东
西对峙。入峪二百武，山回涧曲，峰峦四合。东岩下有新
旧石城。岩仰出，似抱腹，城倚岩，甃石为之。新城北有
石壁，高四丈，中开罅，相距尺许；内有石潭，似仰瓮，泉
汇为池，名莲花池。池水流石间，循峪出，即白牛溪也。
溪上即文中子授经地，有东皋子《黄颊山诗》石刻。西山
由峪口北上，路峻，名阎王坡，数里复折东北。有石楼，
上狭下广，状方正似楼。东山壁立，崩崖尤峻削。西崖有
文中子洞。洞北百武，繇佛殿陟石梯而上，又架木梁，梁
西为王绩洞。峪外壤广衍，即东皋也。东邻姑射山，接稷
山界。直南汾河似带。东皋下为南渚，去峪五里许，东皋
子栖此赋之：独居南渚，时游北山，西穷马谷，北达牛
溪。”光绪版《河津县志·山川》记载：“黄颊山在河津县
东北三十五里，即文中子王通、东皋子王绩隐居之处。”

黄颊山谷是王通、王绩、王勃祖孙三代的隐居地，
王勃的祖父王通和叔祖王绩都有隐居龙门的经历。

先看王通。杨炯《王子安集序》云：“祖父通，隋秀才高
第，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读。大业末，退讲艺于龙门。其
卒也，门人谥之曰文中子。”《旧唐书·王勃传》也说：“祖
通，隋蜀郡司户书佐。大业末，弃官归，以著书讲学为业。”

王绩《负苓者传》言及王通：“昔者，文中子讲道于
白牛之溪。弟子捧书北面，环堂成列。”又其《游北
山赋》云：“白牛溪里，岗峦四峙。信兹山之奥域，
昔吾兄之所止。”自注：“吾兄通，字仲淹。生于隋
末，守道不仕。大业中隐于此溪，续孔子六经，近
百余卷。门人弟子，相趋成市，故溪今号王孔子之
溪也。”

再看王绩。他曾于贞观三年（629）因疾罢归
龙门，后又移居河渚，“不与悠悠闲人相唱和”。
其《答处士冯子华书》云：“吾河渚间，元有先人
故田十五六顷……近复都庐弃家，独坐河渚，结
构茅屋，并厨厩，总十余间……床头素书三帙，

《老》《庄》及《易》而已……忽忆兄弟，则渡河归
家。维舟岸侧，兴尽便返……或时与舟人渔子分
潭并钓。俛仰极乐，戴星而归。题歌赋诗，以会意
为功。不必与夫悠悠闲人相唱和也。”王绩还有

《望黄颊山》诗，是其隐逸黄颊山的直接表述。
综合起来看，王勃家族中的王通和王绩之

所以都隐居于此，说明其家族在黄颊山中有一
定的田产，能给隐居生活提供足够的保障。不仅
如此，王通还在此授徒讲学，王绩也曾在河渚上
吟诗作赋，足以说明这一隐居环境有着较好的
文化底蕴，故而成为王氏家族颇为崇尚的隐居
之所，王勃与王洛客隐逸于此，对于文学修养的
提升也会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王勃在隐逸期
间还创作了不少作品，这些作品除了反映他的
隐居生活经历，还时时表现出官卑职微、颠沛流
离的情状。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是诗序，可以确
定者有：《夏日登韩城门楼寓望序》《冬日羁游汾
阴送韦少府入洛序》《上百里昌言疏》《感兴奉送
王少府序》等。

资深历史学家认为，影响中古文学发展进
程的太原王氏，有三个族系：一是王通、王绩、王
勃一系，二是王之涣一系，三是王维、王缙一系。
以前研究初盛唐文学，并不很注意其家族的传
承，而从新出土墓志中，却可以找到这三个族系
相互联系和传承的线索。这三个族系共出土墓
志二十余方，仅王之涣一族就出土九方，而王之
涣夫人李氏墓志就是王缙所撰。在传承过程中
还可以看到各族的特点，如《王洛客墓志》记载
他与诗人王勃同隐黄颊山谷的经历，参以大儒

文中子王通和诗人东皋子王绩的隐居，后来又有王维的
隐居，可以概括出太原王氏这一家族谱系都较为崇尚隐
逸的特点。从新出文献的视角研究初盛唐文学演进，太原
王氏家族就是一个缩影。新的史料为太原王氏在唐代河
东三支文化巨匠之间的互连互动、相互影响提供了新的
实证资料。

在河津历史名人中，王通、王绩、王勃祖孙三代被尊
称为“三王”，三王故里成为河津人的骄傲，三王隐居黄颊山
谷更是河津人的自豪。晋朝周续之、刘遗民、陶渊明三人，因
三人隐居于浔阳，故称为“浔阳三隐”；隋唐王通、王绩、王勃
祖孙三人曾隐居绛州龙门黄颊山谷，称其为“龙门三隐”，无
疑为河津人文历史增添厚重感。黄颊山谷的玉皇庙、永兴禅
寺、祖神庙倾圮了，白牛溪水干涸了，飞云洞前那些环堂成
列隋唐精英们，从这里走出，施展其龙韬豹略，成就了王通
的济世经邦学说。东皋田园滋育了王绩闲情逸致和通透
……古碑碣在风侵雨刷中剥蚀了文字，唯有三王（王通、王
绩、王勃）洞，隐隐约约，承载着王勃在黄颊山谷隐居的经
历，幸有《王洛客墓志》见证了这段历史。

河津文脉绵亘，钟灵毓秀，一方热土为“三王”植
入盖世才华，青山绿水为“三王”成就隐逸理想，“龙
门三隐”——在新时代龙门大地树起又一枚绚丽的文化
名片，为厚重的河津史册新添一页夺目的人文华章！

王勃也曾隐居龙门黄颊山谷
■任罗乐 薛毅斌

本报讯（记 者 游映霞）在 第
113 个“三八”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
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展示我市
女性的艺术风采，由市文化馆、市书
法家协会、盐湖区美术家协会、关公
书画院主办的“彤管流芳·第五届杨
俊艳师生书画作品展”将于 3 月 8 日
在市文化馆开展。

本次书画展展出我市 45 位女性
书画家的 80 余幅艺术精品。作品包
括工笔重彩、工笔淡彩、没骨工笔等，

内容包括花鸟、山水、人物、小品及部
分书法作品。所展书画以女性细腻
的笔触传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
求。作品充分体现了女性艺术家对
传统文化的孜孜以求、理论与实践
的融合，饱含对生活的独特感悟。

山西省工笔画家学会副主席、
运城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杨美钦评
价说，该展览有助于更多市民走近
书画，了解书画，传播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

彤管流芳·第五届杨俊艳师生
书画作品展即将开幕

本报讯（记 者 张 越 赵卓菁
孙 雄） 近日，记者从市文物局获悉，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运城市文物保护中
心和运城市考古队考古人员在我市稷山
东渠遗址发现大量夏时期农业遗存，这
些遗存或将成为“后稷教民稼穑于稷
山”的考古学实证。

考古人员从东渠遗址发现的丰富的
动植物遗存中，已浮选出炭化植物种子
25 万粒，仅 H46 中的一份样品便浮选
出粟 14050 粒。经初步研判，东渠遗址
农作物炭化种子有粟、黍、水稻、大豆
等，以粟为主。此外，还发现大量的
牛、猪、羊等动物骨骼。

东渠遗址位于稷山县东渠村北，遗

址南距汾河约 2 公里，北距吕梁山约 7
公里，初步探明面积 10 万平方米至 15
万平方米。2021 年、2022 年山西省考
古研究院、市文物保护中心先后两次对
该 遗 址 进 行 考 古 发 掘 ， 共 发 现 房 址 2
座、陶窑 2 座、灰沟 1 条、灰坑 43 座，
发现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玉器、
蚌器等，其中以陶器居多。器形有高领
花边双鋬鬲、单把鬲、小口鼓腹罐、大
口尊、小口尊、陶盆、陶盘、陶豆、单
耳罐、蛋形瓮、陶甗、圜底罐、陶杯、
陶盉、陶爵等，还发现少量的彩绘陶
片。除石刀、石铲、石镰、石箭镞、石
锛等石器外，这里同时还发现大量的石
料及石器加工残件。此处出土的骨器以

骨镞为主，包括少量骨铲、骨针、骨簪
等。

该发掘项目负责人崔俊俊介绍说，
出土大量的动植物遗存表明，东渠先民
已掌握了较发达的农业生产技术，形成
以种植粟为主、兼营畜牧业的混合农业
生产体系。东渠遗址的这些新发现恰与
稷山“后稷”传说时空契合，有可能成为

“后稷教民稼穑于稷山”的考古学实证。
另外，从出土遗物看，东渠遗址时代为夏
时期，性质属东下冯文化。东渠遗址的
发掘是近年来夏文化研究的重大发现，
为我们了解夏商时期晋南地区的经济格
局、文化面貌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市文物保护中心考古研究所副所

长 李 金 霞 表 示 ， 东 渠 遗 址 的 发 掘 表
明，地处峨嵋岭以北的稷山地区在夏
代仍属“王畿”范畴，遗址出土的陶
器、灰沟、房址等各类遗存与东下冯
遗址、西吴壁遗址两处典型夏文化遗
址同类出土遗存特征基本相同，是近
年 晋 南 地 区 夏 文 化 探 索 的 重 要 收 获 ，
填补了临汾盆地西部夏文化研究的空
白。稷山素有“后稷故里”之称，东
渠遗址的时代和内涵与后稷“兴于虞
夏之际”“好耕农、宜稼穑”的历史记
载相吻合，或为稷山“后稷文化”传
说提供了一个现实载体，对“中华文
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项目的
推进将起到重要作用。

稷山东渠遗址发现大量夏时期农业遗存稷山东渠遗址发现大量夏时期农业遗存

““后稷教民稼穑于稷山后稷教民稼穑于稷山””或实锤或实锤

上图为东渠遗址发现的部分炭化种子。图①粟，图②黍，图③大豆，图④水稻（资料图片）

①① ②② ④④③③


